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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油烟测试中需注意的问题

刘从平
,

何雨臀

#仪征市环境监测站
,

江苏 仪征 ∃∃ ∀田  

摘 要
%

提出在加强对餐饮业环境管理的同时
,

务必注意油烟监测中的技术问题
。

指出油烟测试中
,

不锈钢滤筒优于

刚玉滤筒 &应用红外分光法测定油烟含量
,

不受油品成分限制
,

结果较准确
、

可比
。

由于厨房的实际工作灶头数不同
,

每个

灶头发热功率的不同和每个灶头产生油烟量的不同
,

必须把实际工作灶头数换算为折算工作灶头数
,

才具有一致性和可比

性
。

折算工作灶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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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餐饮业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日益繁荣
。

餐饮业的繁荣

固然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

方便群众
,

丰富群众

的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但因其场所多位于居民

区和商业 区
,

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增多
。

因

此
,

在加强对餐饮业环境管理的同时
,

务必注意其

油烟监测中的技术问题
。

于表 ∃
。

表 ∃ 刚玉滤筒空白洗涤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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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烟收集滤筒

一般使用两种滤筒
,

一种是刚玉滤筒
,

没有肉

眼可见的通气孔 &一种是不锈钢底部带孔滤筒
。

工

作中曾用刚玉滤筒对某酒店新的蜂窝油烟滤清器

进行验收
,

监测 油烟排放质量浓度为
+

Υ! ∋ ∗
>( 耐

,

排放超标
。

在对现场记录
、

数据复查后确认
,

现场

排气罩加装了蜂窝板
,

阻力较小
,

通风排气正常
,

蜂

窝板除油效果良好 &监测时厨房操作正常
,

未见有

异常油烟弥漫 &该牌号规格的蜂窝板安装在别的地

方均能治理达标
。

为进一步查明排放超标原因
,

对

同批次刚玉滤筒进行了空 白洗涤测试实验
,

结果列

从表 ∗ 可以看出
,

是再次使用 的刚玉滤筒含油

空白值较高
,

导致检测结果超标
。

进一步实验表

明
,

刚玉滤筒在刚作过样品测定时
,

空白含油较低
,

符合再使用要求
,

但经晾干放置一段时间后
,

空 白

值便会慢慢升高至一个稳定值
,

一般在 .
+

∗ Λ>
Ν

.
+

Λ> 之间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样品测定时
,

由于

刚玉滤筒的气孔非常细密
,

吸附油烟后
,

虽经 ! 次

清洗 #每次几分钟  仍不能把油烟全部洗净
,

而在晾

干放置过程中
,

油烟又会通过毛细现象渗透到刚玉

滤筒表面
,

再次使用时又被清洗下来
。

对不锈钢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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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所做的相同实验则没有类似现象
,

表明不锈钢滤

筒的空 白值稳定
,

且清洗后符合再行使用要求
。

因

此
,

应尽可能选用不锈钢滤筒
。

对于刚玉滤筒
,

使

用前务必先处理或扣除滤筒空白值
。

测试方法

餐饮业油烟的成分主要是动植物油
。

若饭店

燃料为柴油
,

油烟中可能含有少量的石油类物质
,

它的成分比较复杂
,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亚甲基 −践

基团
、

甲基 −Α ,

基团及芳香烃 Ι卜Α
,

应采用红外法

测定
。

红外法测 定不受油 品成分限制
,

结果较准

确
、

可比
。

! 工作灶头的折算

监测油烟排放浓度时
,

应将实测排放浓度折算

为基准风量时的排放浓度
。

尸幕 Ρ
内 , ) Δ测 (# ∋’ Δ 基  

式中
% 产基

—
折算为单个灶头基准排风量时的排

放质量浓度
,

Λ> ( 耐 &

蜘,

—
实测排风量

,

耐 ( Ε &

蜘—
实测质量浓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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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个灶头基准风量

,

定为 仪) 时 (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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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算的工作灶头个数

。

从上式可 以看 出
,

对 一个厨房来说
,

Δ测 是一

个定值
,

Δ基 为 以叉〕时 ( Ε
,

Δ测 ( Δ基 便是一个不变

量
。

当测得 内, 后
,

尸基 只受
。
#折算工作灶头数  影

响
。

由于测定 伽 时
,

厨房的实际工作灶头数不一

样
,

每个灶头的发热功率不一样
,

每个灶头产生的

油烟大小也不一样
,

实际工作灶头折算成
∋
应该

有一个统一标准
,

这样 件 才具有可 比性
。

考虑到基准灶头的折算方法
、

基准灶头的折算

标准都是一致的
、

可 比的
,

因此
,

只要确定
∋ 和基

准灶头的关系即可
,

即确定厨房的实际灶头数与基

准灶头数的比例
,

再用此关系折算工作灶头数
,

这

样的
∋
值就具有一致性和可比性

,

具体做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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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两位小数

。

上式的物理意义为折算的工作灶头数
∋
等于

饮食单位的基准灶头数乘以灶头运转百分比
。

这

样根据
∋
折算成基准风量时的排放浓度就具有惟

一性
,

且标准统一
,

操作性较好
,

符合测试时的现场

情况
,

而 趣 结果又不会随现场工作灶头数的改变

而改变
。

对每一个厨房而言
,

在 正常情况下
,

尸基

几乎有一个确定的可 比值
。

∀ 小结

油烟测试中
,

不锈钢滤筒优于刚玉滤筒 &应用

红外分光法测定油烟含量不受油品成分限制
,

结果

较准确
、

可比 &折算工作灶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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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保厅颁布《江苏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技术考核管理办法》

为提高环境监测人员的业务素质
,

保证环境监测质量
,

加强环境监测人员的资质管理
,

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制定并颁布

了《江苏省环境监测人员上岗技术考核管理办法》
。

该办法适用于江苏省
、

市
、

县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环境监

测站
、

行业和排污单位环境监测站以及其他机构从事环境监测的人员上岗技术考核
。

合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通过农残检测临时认可

日前
,

合肥市环境监测中心站通过了安徽省出人境检验检疫局农残检测项 目的临时认可
,

获得了水果
、

蔬菜
、

粮食中

Ω9
、

−Μ
、

−:
、

Α >
、

六六六
、

4盯
、

毒死蝉
、

敌敌畏
、

对硫磷
、

乐果
、

马拉硫磷
、

甲醇
、

氯氰菊醋和氰戊菊醋等 ∃∀ 个项 目的检测资质
。

此次农残检测临时认可的通过
,

对提高业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

促进监测技术工作上新高
,

扩大社会影响等都有着积极的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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